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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for the food industry and social 
stability	which	food	safety	is	the	first	concern	in	nowerdays.	Food	safe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s	a	new	course,	we	have	carried	out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innovation reform, reconstructed the course objectives, continuously explored and improve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the	teaching	innovation	reform,	diversified	process	course	assessment	system	and	goal	achievement	evaluation	
system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inuously.The practice shows that : taking students as the cente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i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greatly stimulates students ‘ 
interest	in	learning.	Through	the	diversified	curriculum	assessment	system,	students	‘	professional	identity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ir	analytical	ability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a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ther courses of food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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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信息化管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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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以安为先，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人才的专业素养和道德培养对食品工业和社会稳定极其重要。《食品安全信息化管理》
是一门新兴课程，基于浙江省一流课程、省级思政教学研究和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三重建设下，课程积极开展教学
创新改革的探索与实践，重构课程目标，对课程思政教育的实施路径、创新教学方法、多元化过程性课程考核体系和目标
达成度评价体系不断探索和改善，并持续性改进。实践表明：以学生为中心，融入思政和产学研协同育人极大激发学生学
习的兴趣，通过课程多元化考核体系，进一步学生对专业认同感明显提升，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及专业素养显著提
高，这为食品专业其他课程思政教育改革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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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20 年浙江省一流本科课程《食品安全信息

化管理》；2021 年浙江省省级思政教学研究项目《思政与

食品专业协同育人机制的研究——以食品安全信息化管理

为例》；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基于虚拟仿真培

养食品安全信息化管理人才的课程改革与实践》；浙江树人

学院 2023“四新”研究与实践项目《基于地方民办名校食

品质量与安全多位 一体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作者简介】魏云潇（1982-），女，中国河南新乡人，博

士，副教授，食品系副主任，从事食品包装和安全研究。

1 引言

大学是人生的新起点与发展阶段，承载着学生从学业

到社会工作的重要过渡。在这一关键时期，专业学习不仅为

学生未来的职业选择指引方向，更为其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强调，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将价值观引导融

入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过程，旨在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1]。食品行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

柱，关系到民生福祉，而食品安全更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

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立德树人，培

根铸魂”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高校思政教育指明方向 [2]，为高

校思政教育指明了方向。课程建设和改革必须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专业技能知识与职业素养有效融合，以培养适应

新时代需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过程中，经历了生产、加工、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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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运输和销售等多个环节，食品供给体系的复杂性和国际

化特征使安全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难点。通过信息化技术实施

食品管理，不仅能够实现信息跟踪和预警，更被认为是解决

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手段，能够切实将食品安全风险降至最

低甚至实现零风险。因此，食品安全信息化已成为食品安全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举措之一。《食品安全信息化管

理》课程应运而生，旨在培养学生适应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

综合素质能力。该课程主要面向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涵盖

食品学、信息学、管理学及统计学等多个学科，具有理论性

与实践应用性相结合的特点。课程内容不仅强化学生的专业

知识，还注重其信息化管理能力的培养，为学生未来的职业

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课程已获得浙江省一流本科课

程、浙江省省级思政教学研究及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

项目课程建设的多项荣誉，充分体现了其在教学创新与改革

探索中的实践价值。

2 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 +”、云计算、5G 和

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也随之迎来了新

的变革。新兴的“智慧监管”“互联网 + 食品安全”和“食

品安全大数据”等研究成果及政策导向，凸显了信息化在食

品安全监管中的重要支撑作用。这不仅有助于维护公众的身

心健康，更推动了社会的繁荣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食品

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亟需进行系统的改革，特别是食品安全

信息化管理课程应运而生。

该课程以食品安全学和管理学为基础，涵盖了食品安

全、信息技术和管理等多学科内容，具有理论性、实践性和

信息化的交叉特征。然而，课程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问

题：首先，课程被部分学生视为“水课”，课堂内容乏味，

作业较少，学生收获有限，普遍认为对未来就业帮助不大；

其次，缺乏专业对口教材，知识点分散，学生不愿意做笔记；

第三，实践条件不足，学生对食品安全的认知缺乏直观性；

最后，综合素养能力的培养不足，学生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分

析、调研和解决方法的认知较为肤浅，主要依赖于文献，而

缺乏自我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针对这些问题，持续开展了《食品安全信息化管理》

课程的教学改革，先后完成了校级课改和省级思政研究的建

设，从“知识传授、能力提升、价值引领”三个方面着手，

深挖课程中的思政资源，提炼教育因子和育人点，抓住每个

单元的思政要点。结合社会各界的专家共同梳理课程内容，

持续优化教学设计方案，建立了学生评价机制，将思政教育

贯穿课程教学的全过程，探索新形势下食品专业结合思政教

育培育具有高素质综合能力人才的新模式。

3 《食品安全信息化管理》课程教学建设

3.1 课程目标准确定位
为响应国家和浙江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及食品产业转

型升级、创新发展的需求，本课程聚焦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

对食品人才的要求，秉承“崇德重智、树人为本”的校训，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为食品分析检测、质量管

理和认证、品质控制、安全评价以及行政监督管理等领域

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和管理型人才。牢记“立德树人”“为

国植贤”的使命与初心，《食品安全信息管理》课程培养学

生掌握食品信息化技术的基本知识，激发学生自主学习、主

动探索和深度思考的能力。同时，着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评价

食品安全问题的能力，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增强专业认同感、幸福感和责任感，将为学生未来在

食品相关行业的质量控制管理和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通过对课程的深入改革与创新，期望培养出符合时代需求

的高素质食品专业人才，为推动食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

力量。

表 1 《食品安全信息化管理》课程目标

目标 具体内容

课程目标 1
了解中国食品安全变革和发达国家食品安全信息化体系，树立正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学生对专业认同感和幸

福感

课程目标 2
通过食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和认证认可体系学习，理解监管部门、生产者、加工者和消费者各群体所承担职责，认

真履行对公众安全和健康的社会责任。

课程目标 3
通过食品标识学习，对食品信息（数据）有效分类，能运用科学方法开展信息分析和探索，从复杂的食品工程和诸多

环节中实现对品质控制和质量安全问题的诊断和预测，实现对学生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的培养。

课程目标 4
掌握食品可追溯技术和系统架构，才能团队协作，有效分工，对具体食品安全可追溯进行调研和分析，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应用学习的科学理论对现有具体食品质控（信息化）体系进行科学评价，获取有效结论和切实可行改革举措，

培养具备综合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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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师重塑，增强课程思政教育意识和能力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者、

设计者和实施者，肩负着传播知识、思想与真理的重任，塑造

学生的灵魂与人格。课程遵循“双手硬”的原则：“一手”学

历水平要高，借助博士学历构建高水平教师队伍，以确保课程

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深度；“一手”政治素养要强，以党员教师

为基本条件，确保教师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正确的价值观。

积极探索教师思政能力提升的新模式，通过每月支部

固定学习日和“学习强国”App 的每日学习计划，持续增强

教师的政治素养和思政教育意识，寻找思政与课程融合的有

效切入点，做到与时代发展同行。在教授专业技能的过程中，

课程团队结合党支部活动开展思政专题研讨，持续改进课程

思政内容。通过思政示范课堂、省级一流课程、教学创新评

比及思政微课比赛等多种形式，深化课堂研究，进一步提升

教师的教学和思政能力。

3.3 深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建立思政案例资源库
为深度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建立思政案例资源库

至关重要。教师通过支部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等方式，掌握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形成系统认识，并了解课程思政

的特征与规律。通过支部研讨、专业探讨、课程团队会议及

师生日常座谈，针对学生思想动态开展工作，结合课程特点

与时政焦点，深入挖掘社会主义认同感、自强不息、社会责

任感、健康中国理念等思政元素。

课程将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实现无缝对接，

教师与学生共同树立正能量，避免消极思想的传播。同时，

课程团队导师与食品企业专家共同研讨，关注学生就业后的

职业素养，融入敬业精神教育。在教学设计上，从“以教为主”

转变为“以学为主”，通过问题和作业引导，培养学生在思

政教育和食品安全教育中的主动意识，增强探究兴趣与自我

思政能力。

3.4 课程教学思政体系设计和实施途径
本课程主要通过四种途径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

①课程内容中的思政融入：为每个章节内容寻找思政

切入点，将价值观、思想和情感融入知识点中，实现“从知

识点中看价值，从价值观学知识”的目标。课程内容与当前

时政热点“无缝衔接”，挖掘教材外的正能量。例如，在讨

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时提到的“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旨在加强学生的爱国情怀，树立民族自信心，引导他

们思考如何成为合格的食品安全守卫者。

②教学过程中的思政延伸：在教学过程中，对课程内

容进行深入挖掘和加工，拓展相关话题。以新型冠状病毒引

发的进口食品疫情为例，我们引导学生认识食品安全与人民

生命健康的关系，开展讨论，探索食品防疫措施，明确责任

角色，从而增强学生的责任意识。

③教师示范与模范作用：课程团队教师以身作则，展

现“为学、为事、为人”的精神。通过分享自身职业生涯中

的真实案例，激发学生的广泛思考，帮助他们深刻理解客观

公正、兢兢业业和诚实守信等职业价值观。

④以学为主，促进学生思政：在课程信息学习中，布

置调研任务，鼓励学生关注网络上流传的“食品谣言”，如“激

素黄瓜”“肉松是棉花做的”等，引导他们主动探究食品真相，

理解“谣言止于智者”的道理。通过探讨，学生思考身为食

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人才，应如何全面提升自身素养，为营造

安全食品和信息安全贡献力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3.5 课程考核与教学评价

3.5.1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食品质量与安全属于工科专业，因此课程目标达成度

评价是专业工程认证的核心内涵之一 [3]。目前教学目标主要

以美国教育学家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三大

领域六个层次”体系为参照，《食品安全信息化管理》课程

建设和实施效果以课程具体目标进行对接和评价。首先建立

了课程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关联矩阵，识别课程内容对毕业

能力素质要求的贡献（表 2）。根据课程每一章节贡献度高、

中、低三个级别，设置对应考评体系的具体占比，进而设计

课程考核具体方式。

表 2 课程目标和内容的考核占比

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 考核占比

课程目标 1
项目一

项目七

10%
5%

课程目标 2
项目二

项目三

10%
15%

课程目标 3
项目四

项目五

15%
10%

课程目标 4 项目六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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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信息化管理课程考核方式主要分为期末考试

（45%）、作业（30%）、讨论（10%）、日常成绩（10%）、

评价（5%）五部分，建立“知识—技能—素养”多元化课

程考核评价体系。根据课程思政的目标和要求，形成“试卷

+ 平时成绩 + 调研论文”多元化的课程评价体系，在三项考

核内容基础上，加入思政考核内容，特别是职业道德、法规

等与食品从业人员密切相关的思政素养。在期末考试的内容

和方法上做改进，采取标准化和非标准化相结合的方法。并

改变单一由教师评价的状况，把学生互评相结合，使评价更

为民主、客观。

3.5.2 评价方法多元化
建立“毕业要求二级指标点—课程（体系）—课程教

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手段—考核方式—课

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课程逻辑关系，教学目标的达成度

评价不仅仅评价学生“学”得怎么样，还评价了教师“教”

得怎么样；“教”与“学”是相辅相成的，评价也是相互的 [4]。

发布调研问卷，由同学匿名评分和任课老师评分双相给分，

构建“教师评价学生，学生评价老师、学生评价学生、学生

自我评价”四种体系。课程评价模式正形成由任课教师给分

转向“学生 + 教师”评价，探索新型课程评价方法。

4 《食品安全信息化管理》课程教学改革初
步成效

自 2019 年以来，《食品安全信息化管理》课程在教学

方法和思政教育等方面逐步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效。近两年，

学生对授课老师的评教成绩高达 97 分，名列前茅。同时，

学生的试卷成绩也有明显提升，优秀率提高了 5.81%，良好

率提升 5.91%，累计增长 11.72%，这归因于更为细化的成

绩评定方式，使得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更加明确。

课程教学模式从以教为主转变为以学为主，注重能力

和素质的培养，强调学生实际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课堂上，学生的兴趣明显提升，气氛更加活跃，促进了合作

交流能力的提升。通过动手实践和自主探索，学生不仅能够

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还在潜移默化中融入思政教育，构建

了职业素养。

《食品安全信息化管理》课程的改革探索表明，将以

学为主的教学模式与思政教育和产学研结合，构建多元化的

课程考核体系，有助于实现课程教学目标与人才培养目标

的深度融合。这一系列改革有效提升了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

力，为培养高素质食品安全专业人才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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